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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典】

读《声律》说对联

【悦·读书架】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
去燕，宿鸟对鸣虫。”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念起
来不仅声调和谐，节奏响亮；再仔细咀嚼一
下，云、雨、雪、风，晚照、晴空，来鸿、去燕，宿
鸟、鸣虫，天地间常见的自然景物，尽来眼底，
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再一推敲，“风”“空”“虫”
都属一东韵，而云、雨、雪、风，晚照、晴空，来
鸿、去燕，宿鸟、鸣虫等，词性又都相同，并有
一定的关联。原来做对联或在韵文中的对
文，都必须掌握这些特点。

一是字数、句数要相等，这是对联和对偶
句最基本的要求，如“事业新传佳子弟，湖山
旧识老仙翁”，上下联都是七个字。“渔舟唱
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
浦”，上下文都是二句十个字。

二是词性相同。即实词中的名词、动词、
形容词、数量词，虚词中的副词、介词、连词、
助词、叹词等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
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如“山外斜阳湖外
雪，窗前流水枕前书”，即是名词相对；“几间
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则是数量词、
方位词相对。

三是结构相同。上下对文在句子结构上
要相对称。即句子中的动宾词组、动补词组、
偏正词组等要两两相对，动宾词组对动宾词
组，动补词组对动补词组等。如“闭门推出窗

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其中“闭门”与“投
石”均为动宾结构，“推出”与“冲开”同为动补
结构，“窗前月”与“水底天”都是偏正结构。

四是语意相关。上下对文在内容上要互
相关联而又不重复，就是上下联所表达的要
是相关的事情，而不是互不相关，各说各的。
如“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上下
联都是说乡村老人的闲适生活，而表达的内
容却不重复。又如“远大前程，脚跟须要站
稳；无边岁月，步履贵在安详”，上下联都涉及
鞋，却又各有寓意和警示。

五是平仄协调。上下对文每个字要求平
仄相反。“平对仄，仄对平”。对文末字一般要
求仄起平落。平声是指普通话中的阴平、阳
平，仄声是指上声、去声。平仄相对，读起来
才富有节奏感，悦耳动听。但为了使形式服
从内容，对联和律诗一样，也可采取“一、三、
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即对文中的双
数字要平仄相对，而单数字可灵活一些。这
种平仄和对仗，是作为单音字的汉字所特有
的属性，方块汉字如同方砖片瓦，使用者可匠
心独运，排列组合，使文字既能表达深刻的内
容，又有优美和谐的形式与声调，这是方块汉
字特有的功能，是中华文化特有的魅力。

《声律启蒙》一书，以上下平声三十韵为
目，每韵各有对文三则，每则有对语十对，这

些对文都是符合前面所说的对句要求的。念
熟这些句子，初步熟悉了音韵格律，很自然地
领会了平仄对仗，学做对联和诗词，就容易得
多了。旧时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
会吟”的说法，念熟这些对文，大概也可收到
同样的效果。

当然，现代的韵文，不必再拘泥于旧的韵
脚。事实上民间的诗歌、戏曲剧本、曲艺唱
词，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自然的韵脚。
北方流行的“十三辙”，不仅在京剧剧本中使
用，在其他许多地方大戏如汉剧、川剧、湘剧、
祁剧中也都通用。唱词如尾字不合辙，就会
影响音韵的和谐，唱起来不顺口，听起来不舒
服。做新诗虽不必依旧诗韵，但也要押大致
相近的韵。新诗的语言如果没有节奏感，如
果不讲究形式的相对整齐和音韵的适当和
叶，使人易读易记，往往也就难于流传众口，
长诵不衰。

既然平仄和对仗是作为单音的汉字所特
有的属性，用汉字作文就不能不注意适应和
运用。现在虽不做骈文了，考试不再做“八言
四韵”了，但在行文中如适当讲求平仄对仗，
则能增强文章的气势、文采和流畅，因而能增
强美感。如新华社1977年发的一篇电讯《“飞
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其中第二段写道：

今天，人们来到昔日蝗灾严重的黄淮流
域一些著名的飞蝗孳生地，可以看到绿树如
带，稻田如毯。过去的“蚂蚱窝”，已经变成了

“鱼米乡”。
其中就用了大体对称、仄起平落的句子，

使文章更有气势和文采。这类例子随处可见。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各种短联，

如卡车上的“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工厂墙壁
上的“人人献计，个个立功”“发挥优势，开辟
财源”“勇挑重担，敢逞英雄”，商店里的“礼貌
待客，文明经商”“四时生意，满面春风”等，言
简意赅，使人易读易记，这就说明，懂得一点
平仄对仗的知识，并不完全是为了吟诗作对，
而是大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

对联，俗称对子，雅称联语，旧时代多题
刻、张贴、悬挂于厅堂、楼阁的楹柱上，故又称
楹联。以前的对联由两个对仗句组成，直书，
从右至左两边排列，右边称上联或出边，左边
称下联或对边。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常常有
人将直书对联的下联贴在右边，上联贴在左
边，甚至在新建的牌坊、门楼上，也将顺序颠

倒，贻笑于人。
对联种类繁多，联家分类，各有不同。清

代梁章钜在所著《楹联丛话》中，将对联分为故
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哀挽、集
句、杂缀等十种。民国初年吴恭亨在其所著
《对联话》中，将对联概括为题署、庆贺、哀挽、
杂缀、谐谑等五类。今人分类，有的按功用分
为春联、婚联、寿联、挽联、家居联、胜迹联，有
的按内容分为述事、状景、抒情、晓理、评论联，
有的按技法分为趣联、巧对、集句、嵌字、回文
联等。一般都是按功用分类，再细分，每类中
又分为若干类，如寿联中又可分为通用、男寿
通用、女寿通用、自寿等类。家居联可分为大
门、厅堂、书室、内室、园林等类。

对联的句式由单句和组合句构成。单句
中一是字数。本书所列对文，句子字数都是
从一言到七言，对联中常见的句子是三、四、
五、六、七言，少于三言、多于七言的句子都少
见，因句子太短则语气急促，内容单薄，过长
又显得拖沓、繁琐，故宜慎用。二是节奏，即
句中的词组排列。从本书对文中的七言句分
析，其节奏形式不下十种，如“马首不容孤竹
扣，车轮终就洛阳埋”，节奏按二、二、二、一词
组排列，“万卷书容闲客览，一樽酒待故人
倾”，按三、一、二、一词组排列，等等。句式节
奏的变化，可增强对文的韵律感，只是要注意
两边的句子节奏必须相同。

对联虽是一种古老的形式，但至今仍有
其生命力。无论城乡，人们每逢重大节日或
婚丧寿诞，都喜欢贴上几副对联，作为一种民
俗和文化现象，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十分
可喜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讲求欣赏趣

味、提高精神思想境界的结果。如果既不讲
平仄，又不讲对仗，甚至上下联字数也不相
等，又如何能够动人心目，起到美化生活的作
用呢？

《声律启蒙》不仅是一本蒙学书，有位诗人
曾经说过，他读这本书，“低吟缓诵之际，但觉
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认为这真是
一本奇书。确实，一本小书能够风行全国，历
久不衰，现在还拥有众多的读者，自有其“奇”
之所在，是值得我们从文化史、教育史的角度
加以研究探讨的。当然，这本书就其思想内容
来说，有很多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同时为适
应当时吟诗作对讲究用典的需要，堆砌了很多
典故，相当多的对文缺乏新鲜活泼之气，这是
时代使然，虽不可苛求，却必须鉴别。

本书作者车万育，号鹤田，湖南邵阳人，康
熙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据称他“在谏垣二
十余年，发积弊，拒请谒，当路严惮之”，是一个
为官清廉、有骨气的人。平生所作诗文、杂著
甚多，却以此书最为流传，是因其通俗适用。

本书后附有《佳联欣赏》与《启蒙巧对》，
前者为本书注者徐哲兮先生所集。其特点是
按韵归类，便于读者通过欣赏佳联，熟悉音
韵。后者原题为《启蒙三字巧对》，据称为“状
元阁主人汇辑”，作者是“李光明庄”，即清代
道光十八年顺天府进士李庄。这是当时训练
学生作对文的范本。由于句子比较浅近，可
供学习借鉴。

附于书末的《俗语对句》，为清人汤诰所
集，是当时杭州人的谚语，为浙江人所首肯。
原书较多，这是经过后人选录的，也可供借鉴
欣赏，或资谈助。 喻岳衡

最近看了一篇小说，一对新人在新西兰
的蒂卡普——世界上唯一的星空自然保护区
举行婚礼，他们在漫天星河下的祝福中拥
吻。司仪在黑暗中放出 1994 年卡尔·萨根那
段“暗淡蓝点”的著名演讲，低沉的英语回荡
在穹顶之下：“所有的国王与乞丐、英雄与懦
夫，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犯……都
居住在这里——宇宙中的暗淡蓝点上。”

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我一
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

我们大概惯于仰望星空。从最初的蛮荒
时代，裹树叶的祖先第一次在狩猎飞鸟时抬
头，震慑于繁星寂寥的夜空。于是未开化的
懵懂与崇敬，铸就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幼
发拉底和底格里斯间的苏美，奔月的素娥和
蟾蜍…… 以及此后一切的神话与宗教。

初生的人张开朦胧的睡眼，于跪坐间亲
吻自然的造物主，仰头试图以自己的模具刻
画宇宙的模样。

那是人与神的第一次对视。
之后的千百年里，穹顶与土地之间，逐渐

出现了徘徊的旅人。他们嘴中流浪的歌发出
叩问，对天，对地，对自然留下的谜题，对高于
天空的宇宙。

世界的东方，迎来名垂青史的诗仙，这位
醉翁倾颓于当涂的船上，回想一生的逍遥，对
云之君的畅想，大笑着从采石矶上坠下，去追
寻不可触碰的月和当涂湖外的极乐。这个触
发唐帝国对宇宙遥思的酒者，在极度的自负

与孤独中踏上先人踽踽的路途。
一天，在简陋的望远镜下，伽利略用木炭

画下了月球凹凸的轮廓。
一切开始发生质的飞跃，人们从扎根的

土地，浪荡的奔马上抬头，着手于机器，生产，
轰鸣的笛声直指雄心勃勃的欲望。

蒸汽与电气带来了人对自身的骄傲。在
夜晚的灯火中，人们嚎叫，奔逐、享受着利欲
和名望。

人类终于在伦理的争吵与核爆的轰鸣里
捧出了欲望的产品——克隆与机器。

伦理与文艺在这场战争里受到蚀骨的灼
伤。克隆人与拥有情感的机器，究竟是挥舞
的刀剑还是捧往高台的花簇，无人知晓。

只是在天地之间的旅者愈来愈多，徘徊
而惆怅。似乎神话与宗教，长诗和绘画，出生
的欢喜与对造物的跪拜已是亿万年前的梦
影。

人，愈像机器；机器，愈像人类。
当机器的手写下：“她嫁了人间的许多颜

色。”人们还沉浸在奢饰品与钻石的狂喜里；
当机器微笑着接受公民的身份时，人们还在
遥想当年不可返的辉煌。

眼瞧着机器飞往千年间向往的宇宙，震
撼于旅行者留下的最后照片，不过是一声：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不止于无法掌控的畏惧，还有即将被淘

汰的太息。诞生时便留有丑陋斑点的人类魂
灵，站在神的瞭望台上，怅惘注视健全、美丽、

充斥着程序组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造
人，自卑与无力涌上心头。

背后是日趋崩塌的环境，眼前是与婴儿
一样渴望心脏的机器，人哀愁地蹲下身。

忘了，全忘了。初始的、纯净的对天空的
遥望，虔诚的、忠实的对神明的信仰。文艺，
诗歌，绘画与雕塑，塞满羊皮卷与绢帛的书
舍，慢慢踱步思考的小路，轴心时代刀光剑影
的精神较量，薄薄纸张上新奇的绮想，甚至古
老的曲调，繁复的发髻，都停留在了收回目光
的刹那，时间停摆的空间中。

站起身创造神奇事物，低下头聆听神明
低语。人与所谓再造物的差异，本就在于心
的亲密，仰望的憧憬。

对每一样新生的惊喜，对生命的爱恋和
对宇宙的遐想。

剥落外衣，赤裸的人像暗黑里缈邈的地
球。残杀的暴虐下，逐利的本能下是唯一已
知文明的孤独。如此低微，如此自负，遥想着
太阳系外的救星是否会迢迢而来。

可即便如此，仍有人奔跑在黑暗的夜里，
期望发出文明的信号，传向未知的彼岸。飞鸟
是穹顶下的过客，地球是宇宙里流浪的稚子。

我想，旅行者大概是最浪漫的出走，当他
踌躇着立在太阳系的边界，侧身回望，便留下
人类记忆中对故乡最遥远的回眸。

自此以后，他将带着人类所有的历史、尊
严与诗意，所有的怅惘与孤独离开，奔往下一
个未知的远方。 於彦希

【悦·思享】

怀想宇宙扬州广陵区沙头镇沙头村“草垛子书房”。 庄文斌 摄

【书香书影】

在中国古代，“压岁钱”也称“压胜钱”“押
胜钱”。最早的压岁钱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
币，而是一种佩戴在小孩子身上用作避邪的装
饰品。由于大多数厌胜钱有花纹图案、可赏
玩，所以中外收藏界俗称压岁钱为“花钱”“玩
钱”。又因很多厌胜钱上面的图案有反映古代
民俗内容的，所以又有学者称之为“民俗钱”。

压岁钱是分多种的，一般在新年倒计时由
长辈分给晚辈，表示压祟，包含着长辈对晚辈
的关切之情和真切祝福。另一种就是晚辈给
老人的，这个压岁钱的“岁”指的是年岁，意在
期盼老人长寿。压岁钱最早始于汉代，只不过
当时还不叫“压岁钱”，而是叫“压胜钱”，取自压
胜辟邪的意思。这些压胜钱是一种外形类似
于流通货币的辟邪挂件，其正面通常都会铸刻
上各种吉利的词语或符号，如天下太平、去殃
除凶等等，背面则通常为龙凤、星斗等图案。

唐朝的春节是在立春日，同时也是宫内相
互礼拜的日子。在这一天，皇家宫廷流行着相
互赠送压岁钱的习俗，称为春日散钱。宫墙之
外的民间，当时也流行着长辈为新生儿发散“洗

儿钱”的传统，为新生儿带去避邪康健的护身
符。唐朝的洗儿钱，外形比宋朝的压胜钱更像
流通的钱币，而且正面的文字，也会使用类似

“开元通宝”“顺元通宝”等流通货币上的文字。
宋元以后，春节被定为正月初一，原来属

于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春节，春日散钱习
俗就演变为长者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清代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压岁钱》记载：“以彩
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
尊长之赐小儿者钱，亦谓之压岁钱”。

明清时期，长者用红绳串连着压岁钱送
于晚辈，对此清朝吴曼云《压岁钱》诗云：“百
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
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诗中形象地描述
了孩子们分得压岁钱后的喜悦心情。

民国时期，方孔圆钱基本取消，长辈则用
红纸包一百文铜元作为压岁钱，其寓为“长命
百岁”。货币改用纸钞后，长者喜欢选用联号
的新纸钞赐于晚辈，“联”与“连”谐音，有“连
连好运”“连连高升”之意，这种送联号钱给晚
辈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吴博

【小百科】

古代的压岁钱
“贸易的猜忌”是指一种政治与经济的特定结合，当国

际贸易中的成功变成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生存的重要因素
时，它就出现了。如今，它经常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而
在本书中，洪特将民族主义的商业政治学和18世纪的全球
化，与商业社会的理论和政治的经济限制的启蒙思想联系
在了一起。洪特不
仅重构了市场社会
性的支持者与其特
别尖刻的批评者之
间冲突的显著特征，
而且帮助历史性地
定位了影响现代性
出现的特别重要的
观点。洪特的目标
就是要回到大卫·休
谟和亚当·斯密，因
为通过重构他们的
政治学，而无需参照
当代意识形态，我们
就有可能在18世纪
的国际市场竞争理
论中发现政治上的
洞见，而这对于21世
纪仍旧是有意义的。

《腐败与政府》从四个维度
分析腐败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结
构的视角看公共项目如何为腐
败的滋生提供便利，不同社会对
腐败有不同定义，公共和私人领
域的基本结构能否催生或抑制
腐败，怎样的国内环境可以激发
卓有成效的反腐行动。在上述
分析框架下，这本书描述了受贿
行为的日常表现，并将腐败置于
契约化与私有化的时代背景下
加以分析，还重点关注了政治领
域的腐败现象及促使各方担责
的有效手段。作者指出，与建立

“诚信体系”或“反腐机构”相比，
有效的反腐行动的核心是政府
运作方式的变化。事实证明，罗
丝-阿克曼强调用机构改革手段
推动反腐进程的结论经受住了
时间的检验。

正如作者所言，腐败问题随着国家机器的产生而出现，而且在短期
内不会消亡，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从改革成败中汲取经验。这本书将帮
助人们深刻理解滋生腐败的环境，以及为人们制定打击腐败的政策提供
启发。

（[美] 苏珊·罗丝-阿克曼 邦
妮·J. 帕利夫卡 著 中信出版集
团）

（[英] 伊斯特凡·洪特 著 译林
出版社）

生活中，总有些细节会碰触记忆的神经，让你
回到过去，温暖并感动。正如此时灯下翻看书籍
的我，无意中被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轻轻一触，
那一抹暖黄色的灯花便在心间瞬间明亮起来，不
肯落下。

记得第一次看见灯花，是在儿时的一个
寒冷的冬季。

天幕降临，母亲擦亮火柴点燃一盏煤油
灯，如豆的灯光在老屋的空间无限延伸，抵
达老屋的角角落落。灯光抵达的地方明亮
起来；母亲的额头明亮起来；父亲的脸明亮
起来；我的眼睛明亮起来。因了这灯光，天
不再冷，地不再寒，老屋里暖暖地，每个人心
里暖暖地。母亲在灯光下纺线，父亲在灯光
下吸烟，我在灯光下看书，斑驳的老墙上，母
亲的投影有胳膊在转动，父亲的投影有不清
晰的烟雾缥缈，我的投影有书页在翻，老屋
在那一抹暖黄色的灯光笼罩下，温暖，生动，
鲜活。

“毕毕剥剥”一阵响，我抬头望去，看见灯
头上结出一朵暖黄色的灯花。我揉揉眼睛，
凑近灯头仔细观看那灯花，只见灯花的火焰
分成鲜明的三层，外层火焰温柔地罩住灯花，
曼舞在花束之上，二层火焰紧紧贴在灯花外
面，温文尔雅地簇拥灯花，内层火焰在灯花中
煅烧，热烈奔放直抵灯花内心。灯花越来越

大、暖黄色越来越亮，灯花爆开了，灯光所到
之处一片灿黄，破落的老屋顿时金碧辉煌。

母亲惊喜地说，灯花爆，喜事到。我问母
亲为什么？父亲摸着我的头告诉我，灯花是
咱老百姓心中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从那
以后，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煤油灯经常会爆
出灯花，那偶尔绽放的一朵灯花，把寂寞枯燥
的夜晚点缀成美丽的暖黄色。

十五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入伍三年第一
次探家，因交通不便，我从故乡的车站赶回
家，已是午夜。走进小院，一丝丝昏黄的灯光
透过窗户纸模模糊糊地洒在小院的墙上、树
上，看到这熟悉的暖黄色，我心头一热，喊一
声：娘，我回来了！父亲、母亲吱扭一声打开
门，那一抹暖黄色迫不及待地扑在我身上。

我问父亲为什么还没睡觉，父亲说在等
我，我好奇地问，你们怎么知道我这么晚还能
赶回来？母亲笑笑回答，因为今天晚上爆灯
花了。听了母亲的回答，沐浴在暖黄色的灯
光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
宵。”那一抹暖黄色的灯花陪我度过一个又一
个漫长的冬夜，留下最温暖的回忆。

晚上做梦，我的台灯开出一朵灯花，那一
抹暖黄色的光，覆盖在我身上，暖暖地 ……

杨金坤

【悦·读悦美】

那一抹暖黄色的灯花


